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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转移数目容易标错的氧化还原反应
■ 韩 静

氧化还原反应是高中化学教学的重点之一，多
年来高考都十分重视对这部分知识的考查。 考纲要
求“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转移，了解常见
的氧化还原反应。”其中关于电子转移数目的计算是
高考命题的常见题型。

笔者在教学中发现，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错误集中
在某几类反应中。 于是我进行了归纳，并形成了小专
题，以引导学生对此难点进行突破。 现将我的归纳和
突破方法总结如下，以供同学们参考，也希望在同行
中抛砖引玉。

一、同种元素不同价态的原子间发生的电子转移
这类氧化还原反应最显著的特征是同种元素在

反应物和生成物中均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。

例1 KClO3+6HCl=HCl+3H2O+3Cl2

得到 1×6e-

失去 6×e-

例2 H2SO4（浓）+H2S=S↓+SO2↑+2H2O

得到 1×6e-

失去 6×e-

这两个反应的电子转移的标法显然违背了氧化
还原反应“互不交叉”的规律，故而出错。 所谓“互不
交叉”规律，可以表述为：同种元素不同价态之间，相
邻价态不反应， 不相邻价态间发生反应时化合价只
向中间价态靠拢，但不交叉。

在实际教学中，如果仅给出上述规律，能理解的
学生只有一部分， 能熟练运用到具体分析中的仅是
一小部分， 于是我和我的学生将具体操作分解成如
下三部分：
①找出反应前后未变价的原子种类和数目（因

H、O显然未变，故忽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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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处之所以用弧线，是为了区别线桥）
含义：这1个-1价的Cl在反应物中既没有发生氧

化反应又没有发生还原反应， 即它既不是氧化剂又
不是还原剂， 它在生成物中既不是氧化产物又不是
还原产物。 同时明确，另外5个-1价的Cl是参加了氧
化还原反应的。
②连线桥
起点：等号左边凡是发生变价的该元素，肯定是

线桥的起点。
终点：排除未变价的该元素数目，观察等号右边

该元素的价态有几种，如果只有一种，如例1中只有0
价Cl，则所有线桥终点均指向这里，即：

KClO3+6HCl=HCl+3H2O+3Cl2

如果等号右边仍有两种价态，如例2中有0价、+
4价S，则“高价连高价”+6→+4，“低价连低价”-2→
0，可以记为“高高低低”。

H2SO4（浓）+H2S=S↓+SO2↑+2H2O

③计算电子转移的数目
例1中，6个-1价Cl中只有5个参与了氧化还原反

应，且从-1价到0价，故失去5×e-。
于是就很容易得到如下的正确分析：

（1）KClO3+6HCl=HCl+3H2O+3Cl2

得到 1×5e-

失去 5×e-

（2）H2SO4（浓）+H2S=S↓+SO2↑+2H2O

得到 1×2e-

失去 1×2e-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上述两个例子还是比较简单的，
若用分解的三步完成似乎有点大动干戈之嫌， 但用
来处理较复杂的氧化还原反应时就显出它的条理来
了，如用于多种氧化剂（还原剂）或多种氧化产物（还
原产物）的反应。

二、多种氧化剂（还原剂）、多种氧化产物（还原
产物）

例3 14CuSO4+5FeS2+12H2O=7Cu2S+5FeSO4+
12H2SO4

用三步分析法：
①先排除未变价部分S元素的原子

14CuSO4+5FeS2+12H2O=7Cu2S+5FeSO4+12H2SO4

5个

9个（思考：为什么不是 12个？ 另外 3个来自哪里？ ）
②连线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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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：在参加反应的共10个-1价S原子中，有7个
变为-2价，有3个变为+6价。
③根据价态变化计算电子转移数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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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 14×e- 得到 7×e-

失去 3×7e-

三、缺失部分氧化剂（还原剂）的反应
例4

2Al+2NaOH+2H2O=2NaAlO2+3H2↑ 错误

失去 2×3e-

得到 2×e-

得到 4×e-
错误原因是该反应中NaOH不是氧化剂。

2Al+2NaOH+6H2O=2NaAlO2+3H2↑+4H2O 正确

失去 2×3e-

得到 6×e-
因为这种情况少见，故不再展开，只作为特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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